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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施永青基金
施永青

施永青基金全名施永青基金有限公司，是我在

1994年在香港注册的家族性质的慈善基金，其董事会

的成员主要由施永青家族的成员出任，惟其资源只能

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1992开始，我主掌中原地产的管理权。至1994

年，公司的业务走上正轨，我有把握公司可以在不用

再向股东集资的情况下自然增长，令我可以有能力利

用我手上的闲资，去做一些非商业性的公益事业，于

是就成立了这个家族式的慈善基金。

起初，我只是每年把个人收入的一部分放进这个

慈善基金，主要用来资助其他的非政府的慈善机构，

如苗圃行动、乐施会、绿色和平等，没有开展做自己

的项目，所以只能算是一个拨款机构。

从2008年开始，基金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的农村

工作。我发觉中国的农民真的很苦，中国的农村真的

很落后，中国的农业真的极需要改善，我的基金应争

取在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上作出一点贡献。

我很快发现，以我原有的方式去资助基金，在中

国农村很快会不敷应用，于是我决定把我持有的中原

地产的全部股份放进这个基金。这样，中原地产有盈

利可派股息的时候，基金就可以有较多的资源去从事

慈善工作。

其后，当我创办的免费报纸AM730也开始赚钱之

后，我又把我持有的AM730的股份于2010年也放进了

慈善基金。至此，我基本上把我在营运的所有业务的

持股量都放进了这个慈善基金，我与我的家人都不会

从这些公司再收取任何股息，希望可以藉此为社会做

更多的公益。

2008年，我邀得原任香港苗圃行动的总干事陈

庆芸女士为基金工作，担任中国农村工作的总干事。

自始，基金开始组织自己的班子，可以自行物色自己

想做的项目。我们先后在云南的昭通市，甘肃的兰州

市，与首都北京市设立办公室，希望为解决中国的三

农问题出一点力。

由于要在内地成立一间民间组织並不容易，基金

是在未获得法人地位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我们急农

民所急，也不理会工作的方式是否合符规格了。

到2011年，我们在农村的工作日趋成熟，得到中

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的认可，在其下成立了一

个名为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施永青农村发展

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令基金在内地的工作，从此有

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资金调动起来可以更加方便，工

作亦开展得更为畅顺。

2013年，透过基金的注资，我们与北京农禾之家

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杨团研究员为首的一批有心人合

作，在北京市正式注册成立了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

会，至此，香港的慈善基金在大陆落地，成为开展农

村工作的另一只手，以广结善缘，接触到更多的工作

机会。

现时，基金在内地开展的工作，既有无偿的支

援，亦有有偿的合作；从趋势上来看，有偿的部分所

占的比例正不断增加。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不想农

民养成依赖的习惯；对有偿还能力的农民，我们只会

在起动时扶他们一把，以协助提升他们的生产力；到

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得作出偿还。这样，我们

就可以把收回来的资源去扶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这类

有偿的援助主要透过小额贷款的方式进行，现时我们

在内地所作的有偿援助已累计超过六千万元人民币。

除了小额贷款外，我们在内地展开的工作还有：

（一）资助贫困地区兴建基本工程，包括修桥、筑

路、打水井、建水窖、筑梯田等；（二）鼓励农民组

织合作社，利用群体的力量，整合资源，进行统销、

统购，农业技术推广, 开展个人能力所不及的大型工

作，并在社内互相照顾、利益共享，逐渐走向经济、

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农民合作组织；（三）推动环

保工作，如植树等；（四）支援农村医疗，包括兴建

诊所、赠送仪器、手术费补贴、提供心理辅导，以及

爱滋病防疫推广等；（五）教育工作，包括为农村培

训师资，补贴农民子弟升学，引导大学毕业生关注农

村、建设农村，以及为农村工作者提供培训、支持推

动三农发展的研讨与论坛等。此外，我们还为离乡出

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提供援助，协助他们组织起来互相

照顾。

施永青基金除了做中国的三农工作外，在香港与

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孟加拉、菲律宾、叙利亚、索马

里、海地等）亦有提供援助。但这些主要是透过其他

NGO去做，我们未有能力派出自己的工作组。

我们的战线似乎拉得太长，工作也显得有点繁

杂；这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尚浅，未有自己的专长，所

以只能随缘地遇到什么做什么。今后我们会不断总结

经验，把力量用在锋刃上。

施永青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我自己的生

意盈利，我们并没有主动向外募捐。不过，有时我们

也会遇到一些有心人，因为认同我们的工作，主动要

捐钱给我们，我们不会拒绝。虽然这类捐款的比例不

高，我们仍觉得有需要向他们交代，所以我们印了这

份小册子。

施永青基金虽然是一个家族式的基金，但因为我

们以服务社会为目标，有责任让社会知道我们在做什

么，以便听取社会的回馈。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站www.

shihwingchingfoundation.org上不断更新资料，欢迎大

家回应。

左上，施先生考察昭通大山包乡以小额贷款资助农民自主发展的农家乐项目。右上，施先生在甘肃安定区体会农民挑水的困难。

左下，施先生与合作伙伴民促会的负责人合影。右下，施先生参加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

¥66,957,628.40
55%

¥53,912,475.05
45%

有偿部分

无偿部分



总干事感受

当我于2008年9月加入施永青基金时，施先生对我说:“我希望支持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希望

我们的资助全是无偿提供的，孟加拉国的小额贷款可以参考…”。方向很清晰，但有一定的挑战度，

因为过去十多年我都是从事助学的服务，没有做经济项目的经验；于是，我就在云南昭通市 —— 一

个我曾经服务过七年、有一定人脉的地区，成立办公室和开始我从没有经验的有偿种植和养殖项目。

2009年6月和2011年2月，兰州办公室和北京办公室相继成立。

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

时隔18年，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在21世纪已出台了10个关注“三农”工作的中央

“一号文件”。面对如此重大的“三农”问题，如何着手呢?  我的信念是通过全心全意服务的心、

坦诚平等与合作伙伴的沟通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我们便可以了解到制约农民发展的主观和客观因

素，再因应我们的理念和能力便可制定一个协助农民发展的方案。

过去5年的农村工作，让我深深体会到不同地区的农民有着不同的困难、需求和发展意识；从缺

水的生存问题和没有道路令农产品无法销售，到缺乏资金和欠缺合作组织共同发展，这都是我们所关

注的。以前我的助学工作是资助一名小学、初中或大学生数百至数千元完成一年学业，资助数万至数

十万元重建一所数十至数百名学生的小学校舍；现在是通过无偿捐助一户农民数百至数千元再加上他

自己的资金和劳动力，修建一个水窖、或一座蔬菜大棚、或一座圈舍、或筑建一亩梯田、或提供他数

千至一万元的小额贷款、或通过数万至数十万元的捐赠修建一条村社路或交通桥；让农民可以改善其

生产和生活从而更好的掌握自己的人生。

各类项目的操作模式已趋成熟，同时三个办公室也可独立运作。在此，我很感谢施先生给了我

一个自主的平台，也感谢一班优秀、年青的同事与我并肩服务农村，我深信我们的理念和文化能在解

决三农问题上贡献一份力。

我们的理念

通过基金的帮助，能够让贫困的农民舒展自己的潜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人生。

我们的文化

谦虚严谨，平等互重，细致认真，注重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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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域分布

海南

中国大陆资助地区分布国际部分资助地区分布

海地 叙利亚 索马里 孟加拉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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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7,946,185.22

15%

102,923,918.23

85%

自己操作项目

资助其他机构

资助地区分布（人民币：元）

项目分类（人民币：元）

项目营运模式（人民币：元）

资助概况

以下是施永青基金从2008年10月1日至2013

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国大陆所做过的项目及其统

计数据。

时间 无偿 有偿 合计

2008年 286,891.60 563,108.40 850,000.00

2009年 1,411,397.70 1,627,520.00 3,038,917.70

2010年 6,078,256.21 3,178,000.00 9,256,256.21

2011年 15,456,521.74 4,270,000.00 19,726,521.74

2012年 12,845,574.22 22,269,000.00 35,114,574.22

2013年 17,833,833.59 35,050,000.00 52,883,833.59

省份 项目金额 资金比例

山西 36,202,779.89 29.95%

云南 25,435,304.50 21.04%

甘肃 20,922,536.50 17.31%

青海 17,228,132.00 14.25%

北京 11,161,863.83 9.23%

吉林 2,218,000.00 1.84%

广东 1,797,260.00 1.49%

湖南 1,473,850.00 1.22%

四川 1,444,120.00 1.19%

省份 项目金额 资金比例

内蒙 882,000.00 0.73%

安徽 685,470.03 0.57%

湖北 625,030.00 0.52%

河南 326,950.00 0.27%

福建 200,560.00 0.17%

陕西 175,668.00 0.15%

海南 69,886.00 0.06%

贵州 20,692.70 0.02%

合计 120,870,103.45 100.00%

种类 项目数 项目金额 资金比例

小额贷款 81 62,109,340.00 51.39%

建桥修路 45 18,555,275.89 15.35%

水利 43 12,533,194.31 10.37%

增产增收 35 4,661,372.00  3.86%

农民合作组织 41 7,635,509.45 6.32%

其它 82 15,375,411.81 12.72%

合计 327 120,870,103.45 100.00%

文化／教育

／培训
65 12,532,486.81 10.37%

医疗 15 2,113,285.00 1.75%

环保 2 729,640.00 0.60%

中国大陆部分

总资助概况（人民币：元）

营运模式 项目数 项目金额 资金比例

自己操作项目 242 102,923,918.23 85.15%

资助其他机构 85 17,946,185.22 14.85%

合计 327 120,870,103.45 100.00%

资助变化（人民币：元）

53,912,475.05
45%

66,957,628.40
55%

无偿

有偿总额：120,870,103.45



资助概况

年份 金额

2008年 33,000.00 
2009年 1,494,881.07 
2010年 3,829,420.00 
2011年 3,501,669.80 
2012年 3,343,750.75 
2013年 2,527,750.00 

年度资助情况（港币：元）

以下是施永青基金从2008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支持香港和国际机构的项目的数据统计

1、支持联合国难民署在孟加拉建设难民营、援

助海地灾民及索马里饥荒救援工作。

2、资助医护行者组织在马尼拉开展项目，以及

改善贫穷地区的卫生环境和医护服务。

香港及国际部分

施永青基金在香港主要资助4类项目： 施永青基金在海外部分的资助分两大部分：

1、教育：对本地大学及精进基金、自然学校、

两地一心等机构资助学术研究及助学计划经费。

2、医疗：对庭恩儿童中心、香港复康会、奥比

斯等机构资助日常行政经费。

3、文化：资助香港小交响乐团等机构举办音乐

会等文化活动。

4、环保：资助环保促进会、绿田园等机构日常

行政经费和一些环保项目。

小额信贷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有效解决贫困的方式。小额信贷比慈善捐助更有效地提高贫困地

区农民的生活水平。给农民借款，提供他们生产所需资金，扩展了他们生产活动，还提升了他们的

发展意识。小额信贷正是提供了这种解决贫困的源动力。

我们在甘肃、青海和山西等地开展小额信贷项目。我们与乡政府、村委会、协会或合作社合

作，通过他们给农户发放和回收贷款。这是我们坚持的本土化原则。当地的机构比我们更了解当地

农业生产和市场规律，因而能把握当地农户的贷款需求；他们与农户的关系在中国乡村的人情社会

中构建，这种关系构成了信用贷款的基础，也是风险防控的重要保障。

如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一个农民自发组织的综合性服务组织；地

处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服务覆盖当地蒲州镇和韩阳镇周边43个村，共有3865户社

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这个协会发展出多个业务板块：资金信用服务，生活

生产消费统购，农产品统销，红娘手工艺传承，老人互助养老，儿童家长教育，农

业技术服务和土壤改良等。资金信用服务部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以小额信贷服务社

员，帮助社员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社区的凝聚力。施永青基金给协会资金服务部

借款，一方面满足社员资金需求，促进他们发展经济，壮大协会的规模，一方面协

会以利息收入反哺社区建设，如提供居家养老和1对1养老服务、村垃圾整治、儿童

夏令营和给村的机井捐赠水管设施配件等。

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我们结合实际进行调整。如在甘肃和青海，我们给每户农户的最高贷

款额度是1万元；在山西，最高额度调至3万元。

小额信贷项目

开村民会，讨论小额信贷项目。

小额信贷项目



7 个省

16个乡镇

26 个村委会

5 个农民合作组织

2 个乡村发展协会

累计发放贷款62,021,000 元
直接受益农户 6,981 户

成功贷款的农户充满了信心。

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理事长郑冰和社区的孩子们。

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以利息收入反哺社区，给社        区的儿童举办 夏令营。

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以利息收
入反哺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服
务让老人们老有所依。

小额信贷主

要面向中低

收入农户，

报名人数太

多的时候，

抽签决定贷

款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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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项目

小额信贷项目小额信贷项目

村民在小额信款协议上签字。



青霞工程

施永青基金于2008年在昭通地区成立了办公室，

以帮助当地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为宗旨。我们在深入

这些农村后，发现经济落后、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是

交通。闭塞的交通，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出行和儿童上

学，还阻隔市场及信息。于是施永青基金开始修建农

村村社公路来改善农村的交通问题，希望以此带动村

民的经济发展。我们把修建的路命名为“青霞路”，

以纪念基金的创办人施永青与陈佩霞夫妇。

我们开展项目坚持三方配套原则，当地村民、政

府必须投入配套资金，加上我们的支持开展项目。公

路由交通部门设计方案，由村委会组织村民施工。让

村民参与、投入，是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

状，增强他们发展经济的信心，让他们通过行动提升

到意识的改变。

截至2013年12月，施永青基金已经在昭通市7

个县1个区11个乡镇共29个行政村开展公路及桥梁

建设项目4 0个。其中新建村社公路共3 0条，合计

211.55公里，受益农户13,353户，公路总造价合人

民币30,997,800元, 基金投入16,540,700元、政府配套

6,368,600元、村民集资4,506,300元，村民投工投劳折

资3,852,100元。新建桥梁7座，合计175.34米，其中

施永青基金、当地政府和村民投入分别为：1,110,000

元、597,300元和420,000元。复修村级公路一条，长

19.2公里；救灾抢通村级公路128.88公里。

2012年我们在永善县墨翰乡开展

第一个公路建设项目，墨翰乡箐林村青

霞公路建设项目，我们看到了村民自主

发展的意愿，看到“等、靠、要”并不

是他们真实的一面。因为修路必须要村

民自筹部分资金，多数村民就变卖家里

饲养的马、羊等凑够集资的金额。村里

有一位75岁的五保老人，愿意付出更大

的努力来实现通路。本来，五保老人和

孤儿等特殊人群可以不用参与集资。可

是老人卖掉了他的“老房子”换来2000

元参与集资。（当地农村把棺材称为

“老房子”，认为那是人往生后居住的

“房子”，是人往生后唯一可以带走的

东西，这是农村根深蒂固的风俗。）老

人还上山挖了两个多月的药材，最后共

集资3500元。而本来每户只要集资1000

元。老人却愿意付出额外的代价，显示

村民对通路的渴望。

老人说：“我这辈子就是因为公

路不通，才没赶上好日子过，也没上过

学，这下好了，以后公路修通了就再也

没人像我这样了，该上学的上学，总之

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 。

通路之后的快乐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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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2,137

11%

5,362,474

15%

18,453,401

53%

7,187,379

21%

青霞工程青霞工程



只有羊肠小

道的山区，

所有运输靠

的都是人驮

马拉。买了

家具要背上

山背回家，

土豆丰收了

要背下山拉

去卖。

修路，是村民的强烈愿望。开展项目前，乡政府

与我们都要和村民开会，讨论关于筹资配比、投

工投劳和项目开展中会遇到的问题。

望着正在向大山深处的家延伸的路，村民憧憬着、规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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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霞工程

修路过程中，男

女老少都主动为

建设自己的家乡

贡献一份力。

每当下大雨，路被水淹没，小朋友

要趟过及腰的“河水”上学回家。

建桥和修路一样，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村民也要投劳。

将要竣工的桥。

青霞工程青霞工程



水利项目
云南省昭通市多处山区和甘肃多地的农村都面临严重缺水的困境。

昭通市缺水严重的地方，每户村民每天要花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时间运水，不仅要解决人的饮水问题，还要

进行农业生产灌溉。甘肃省多数地方的农户只能用土窖将雨储存起来，用来解决人与牲畜的饮水，或者到含碱含氟

很高的河床取水。为保障村民的生存条件，帮助村民节省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施永青基金在昭

通和甘肃部分地方开始实施水利工程。

我们开展水利项目也按照三方配套原则，村民、政府、基金结合当地村民经济收入的具体情况，按照一定比例

投入资金实施项目建设。

截至2013年12月，基金已在云南、甘肃和青海3省24个乡镇60个行政村实施水利项目，总造价26,390,240元人

民币，基金投入11,805,487元、政府配套1,556,421元、村民集资1,757,098元，村民投工投劳折资11,271,234元。修建

水窖水池2,360眼、新建和维修机井20眼、管道624,512米和多种灌溉设施等，直接受益农户8,714户。

甘肃省中部的定西市，在当地听得最多的词就是“十年九旱”。高峰乡坪湾村姬大叔回忆，过

去许多农户家里没有水窖，一家人的吃水用水几乎全靠三轮农用车或其它运输工具到乡政府的供水处

拉水。有的乡政府距离10多公里远，拉一次水得花两个小时；排队的人多的话，时间更长，有时甚至

3小时以上才能来回拉一趟。一般一趟拉一桶水，用的是市场上买来的大塑料水桶，容量1.5立方米左

右，装满了水费要20元。跑山路费油，一趟来回油费都不止20元，一年光拉水就得跑十几趟。当村

民知道基金资助村里修水窖时，他第一个报了名。项目开始以后，他用一个月时间把院子和水窖都做

好。以前因为缺水，房子不敢建，更不用说种殖和养殖，现在这些都已经列入姬大叔新一年的工作计

划中。

在昭通，有个叫王敏香的74岁老人，三个儿子都在外务工，老伴脚患重病行动不便，她独自支撑

起家来。老人每天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挑水喝。我们在当地的水利项目实施时，邻居主动承担老人家里

需负责的工程费配额，但王敏香老人拒绝了，说自己不参与承担，三个儿子回家也不好意思喝家里的自

来水。老人与村民日夜兼程，一起分担一起努力。她说：“这70多年来打从自己记事开始就挑水喝，不

知道已经挑断了多少根扁担，更记不清楚摔坏了多少只水桶，想想以后就再也不用挑水喝了！”

云南昭通，住在山上的村民每天要花大量时间下山去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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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名 联合村六大青霞公路

总长 12.25公里

总投资 175万元

施永青基金捐资 85万元

政府出资 60万元

村民集资 20万元，投劳折资10万元

受益群众 202户，833人

政府配套产业 公路修通，政府在公路沿线投入

25万种植魔芋，养殖等项目

产生的效益 减少运输费14.8万元，销售农产品

增加460万元，销售畜产品31.2万

元，合计增加收入506万元

公路名 联合村大梁青霞公路

总长 6公里

总投资 90.09万元

施永青基金捐资 60万元

政府出资 10万元

村民集资 10万元，投劳折资10.09万元

受益群众 112户，518人

政府配套产业 公路修通，政府在公路沿线投入

10万种植魔芋、杉树等项目

产生的效益 减少运输费3.4万元，销售农产品

增加160万元，销售畜产品23.04

万元，合计增加收入186.44万元

青霞工程遍布昭通市8区县，主要位于昭通市东部和北部，地处乌蒙山区，交通落

后。青霞工程直接受益农户13,353户，预计每年能为当地村民带来50,819,812元的经

济效益，其中节省运费2,260,848元，农作物销售增加收入40,419,926元，畜产品销

售收入增加8,139,038元。

青霞工程

水利项目青霞工程

施永青基金资助公路及桥梁

施永青基金资助在建公路及桥梁

政府配套产业



11,271,234

43%

11,773,783

45%

1,757,098

6%

1,556,421

6%

在修建供水系统过程中，村民不仅筹资，还要

投劳。对他们来说，这是快乐的劳动。

通水解决了人畜的饮水问题，村民可以将背水的时间用于发展。村民

的快乐溢于颜表。村民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劳力来挑水。甘肃一些地区，人畜的饮水一般靠有限的地下渗水和含盐碱很高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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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项目水利项目

水利项目



 2,694,744
58%

 1,966,628

42%

无偿

有偿

农民增产增收项目

与村民们开讨论会，结

合他们的需求和意愿开

展项目。

解决一些地区的饮水问题，通过打井建机井房，将地下水定

点输送。

一般在自家院子修建一个水窖，雨天收集雨水，如此解决人

畜饮水问题。大家投劳，互相帮忙。

我们在甘肃、青海和云南等地开展农民增产增收项目，包括坡地改梯田、滚动养牛、修建蔬菜大

棚和圈舍等项目。这些项目通过给农民提供农业生产的资源和资金，扩展农民的生产，达到增收的目

的。项目都是以三方出资的形式合作开展，施永青基金无偿提供部分资金，当地乡政府和村民也要投

入资金。

坡地改梯田，就可以解决土地的“跑水、跑土、跑肥”的问题。同时推梯田的时候装载机要进地

就必须有路，所以路自然就可以推开，这样可以一举多得。

圈舍、蔬菜大棚、和滚动养牛等项目，对于贫困家庭，项目效益明显，带动了一个家庭的发展和

变化；另一方面撬动了农户发展资源的整合，刺激了他们的发展积极性、增强了他们的发展意识。

截至2013年底，我们已在这3个省13个乡镇32个行政村，坡地改梯田共2,826亩，修建蔬菜大棚

200个，修建圏舍845座，直接受益户数1,483户。无偿部分投入累计2,694,744元，有偿部分累计投入

1,966,6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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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产增收项目水利项目



贫困农户家连个像样的圈舍都没有，简陋的条件大幅降低了养殖收益。

左上：和村民开会讨论关于修建圈舍各方投入的比例，村民

自愿报名参加。

右上左下：修建中的圈舍和建好的圈舍外观，牛羊也都有了

个像样的家。

使用中的圈舍，即使寒冷的冬天，牛羊也有一

个温暖的家，这样才能长膘。

坡地推成梯田，扩大了种植面积，还解决了路

的问题。

参加滚动养牛项目的大姐笑得很开心，因为今

年家里增加了劳力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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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产增收项目

农民增产增收项目农民增产增收项目



2,170,000

28%
5,465,509

72%

无偿

有偿

农民合作组织项目

农民个体在农业生产上缺乏技术、缺乏资金，在农产品流通和市场上没有议价权，农民合作

起来组织起来已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也将是趋势。我们支持一

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有合作社、联合社和综合协会，他们给农民带来实在的收益，自身也在

逐渐发展壮大；它们发展起来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这样的良性循环是我们项目的目标。

另一方面，我们也支持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公益机构，他们引入学者、传媒和政府的关

注，给农民合作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和业务培训，甚至联合形成产销平台。

截至2013年12月，施永青基金支持了6家农民合作组织，他们做土地集约经营、粮食信托等

业务。合作社经营性的项目，我们通过贷款形式支持其发展。

另外，施永青基金还支持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文化发展中心等公益

机构，通过举办论坛和培训活动等形式，联合他们的力量一起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截至2013年底，施永青基金为推动农民合作组织无偿投入了5,465,509元，而有偿的项目则累

计投入了2,170,000元。

支持“农禾之家联盟”的会员组织进行观摩和交流，是推

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途径。

安徽阜阳“兴农合作社”有资金互助，通过给老人入社股金贴

息，不仅帮助合作社发展资金规模，还给老人带来了实惠。

内蒙古赤峰克什克

腾旗，“永胜综合

农协”通过将社员

的土地集中起来搞

种植养殖，土地价

值提高了，社员也

得到收益。

“梁潄溟乡村文化

建设中心”举办农

民合作组织的论

坛，在全国开展农

民合作组织网络推

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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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项目

施永青基金还关注“三农”领域的其它问题，如农民工项目、农村教育、

医疗和环境保护等。我们支持过农村小学教育、农村教师英语能力培训、农村创

业培训、农村卫生所重建和处理水污染等项目，还与其他公益机构合作开展农村

领域项目。截至2013年12月，施永青基金在13个省自治区，支持各类合作伙伴52

家，开展合作82个这类非主力项目，累计投入资金15,375,412元，其中无偿部分是

14,575,412元, 有偿部分是800,000元。

我们在青海一些地区的学校开展“新1001夜”，让住校的孩子晚

上听故事。“歌路营”给老师培训如何辅助孩子听故事。

通过与“农家女”合作开设培

训——支持农村妇女创业，重要的

是给她们技术和信息。

资助甘肃一些贫困地区

重建卫生所，改善他们

医疗条件。

资助“行在人间”，

开展建筑工人关爱日

活动，各地齐聚的建

筑工人和学生志愿者

一起交流。

资助“海星行动”设立“耕耘奋斗奖学金”，给将要跨入大

学校门的贫困家庭的孩子一份支持，让他们更从容和自信。

帮助流动人口社区的孩子融入社区，给父母和孩子创造良好

的感情交流的平台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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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感受

云南省昭通市，这素有“咽喉西蜀，锁钥南滇”之称的云南北大门，它拥有着“乌蒙磅礴”的豪迈。全市十县

一区，进入这十个县城的区域感受到的不仅是山峦起伏，更是犹如壮士般高耸挺立的山峰，而村民建在山上的房屋

就像星星一样点缀其中。他们从林间开道、从山尖饮水，那一条条的道路像腰带、像天梯，更是指引着大山深处村

民通往富裕的一根箭头。

昭通办公室所开展的项目因地制宜的符合了昭通市县区村民的发展需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对一个乡

镇、一个村落从陌生到熟悉，切身感受着这些大山中村民生活的艰辛和对发展的渴望。在考察中，顺着曲折陡峭的

山间小路走上几公里，沿途查看地形，终于见到一些破旧的茅草房或用石板盖顶的房屋，在时间的洗礼中也显得很

沧桑。进到村民家中，家里的家具屈指可数，让人看着心酸，甚至还有些过着人畜混居的生活。在常年靠背水或接

雨水喝的地方，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生命之泉”。考察中，一个老人就向工作人员讲述他们心酸的背水历程，都

数不清背坏了多少个背篓，也记不清背哭过多少次了，现在已经75岁了，从自己记事以来父母、自己、孩子，这几

从2009年成立兰州办公室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在这四年里，经历、变化了很多，从总干事一人的初步建立

办公室到现在稳定的六人小团队、从对公益的简单认识到严谨的项目设计、从片面的认为村民“等、靠、要”意识

严重到学会尊重他们、明白很多东西是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等等。这不仅是团队能力不断提升及自我学习的过

程，更多的是对这份工作全新了解、认识及思考的过程。

一、在刚加入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困惑于香港人为何这般的认真。一个简单的错误，一句脱口而出的话

语，为何总是要拿出“打破沙锅追究到底”的架势出来，令人在工作时总是敏感而细致。时间长了，似乎也习惯于

这些了。后来，才发现这些特质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液之中了，让我们在工作中总是保持着一种踏实、认真、严谨

的工作态度。

昭通办公室感受
赵庆涛

兰州办公室感受
陈东梅

代人都是这样背水喝，现在孙子们终于赶上了不用背水喝的时代了，只要轻轻一拧自来水就从水龙头处源源不断的

流出来。在他们心里，施永青基金的到来就像上天赐给他们的一道福祉，贴在了每家每户门楣上，为他们召唤着幸

福未来。而作为工作人员，我们承载了太多村民对施永青基金的感激之情。

但当我们资助他们把路修通以后，村民用各种方式向我们表达着心里的感激之情，看着村民能用车把化肥等东

西顺利运回家去，种的东西也能顺利运出来卖，经济得到改善，一段时间后，一些家庭开始建起了新房，屋内的家

具也由以前的自制木板凳换成了沙发，感觉好像经历了这种巨大变化的是我们自己，心里无比的喜悦。验收时当我

们坐车顺着蜿蜒盘旋的路到山顶时，回首看着修好的路，想想曾经是我们一步步艰难走上来的，现在却可以很轻松

的上来了，自己整个过程都参与其中，见证了一条曲折险峻的山间小路变成了宽阔的车路，对这路充满着深深的感

情，看着老百姓生活的变化，心里很欣慰，成就感油然而生。更深刻的体会到这份工作的伟大之处和意义所在。

工作开展过程中，除了对项目内容的实施操作外，我们还需要和地方政府合作，需要不断和村民沟通、交流

了解其意愿和想法。夹在官、民之间，我们更像是一个协作者，所以，如何协调好双方的关系以达到引导村民发展

经济并最终过上富裕生活的共同目标成了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这样的协作过程必定会有很多工作理念等的矛盾冲

突，但其中我们也不断磨合，理解到乡镇工作有不合理，但也有他们的无奈，他们也会羡慕我们的工作方式，他们

明白施永青基金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所不能涉及和考虑到的空缺，在这中间我们排除不同观点，寻找相

同目标，合作也变得顺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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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工作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施先生的理念并不单纯的是 “扶贫”的工作，因为在工作中，我们更侧重于

关注农户的发展问题。在工作初期，我们不理解为何帮助农户发展的启动资金要收取管理费用？后来才知道是要将

农户真正的置于市场中，培养他们有发展的意识、对风险有所考虑、用经营的理念去发展。也明白为何收取的管理

费用又再次回馈至本村发展村集体公益事业，以培养村庄合作协同的共同发展理念。从类似这种项目的考虑、设

计，达到的不仅是项目效果，更是推动着项目村村委会的成员不断考虑可以为村庄做点什么公益事业，应该怎么发

展的问题。施永青基金所开展的项目只是一种推动力量。

三、从事这份工作越久，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也就更为透彻。在工作中，朴实守信的农户总是感动着我们，不

为别的，也许是老乡们的一句“你们来了？”亲人般的问候，也许是农户们再难也要供娃娃上学的发展意愿，也许

是农户无奈而心酸的生活现状……我想，正是这一份份感动，温存着让我们不断努力做到更好。

“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出一点力”，这是施永青基金的工作主旨，在NGO这个行业我们

还是新人，值得我们学习的前辈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相信，怀着一颗谦卑的心，认真踏实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下

去，我们一定可以做的更好。

在施永青基金工作，是我职业生涯中成长最快的时期。在这里，我养成了谦虚严谨、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和习

惯；也逐渐提升积极向上的精神。在这里，我接触农村公益，触摸农村，思考农村。从前对农村的只有感性认识，

现在对农村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理解，也更深入地思考农村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也加深了我的工作认

同。

扶贫工作，很多时候是提供给贫困群体缺乏的，他们缺什么就给什么。这种慈善的理念已在改变。我们要做

的是给贫困群体发展的动力，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人意识里的。一些保障基本生存的，通过无偿捐赠给他们生存

的条件。当他们要增加收入、发展经济时，就需要引导他们的认识和理念，让他们学会用市场的逻辑。给他们自我

“造血”的能力，形成自我发展的意识，才能有效地扶贫。

我们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在中国，农民需要有效地组织起来，合作起来，才能为自己赢得有利地位。这也是解

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国家推合作社，但真正的农民合作少之又少。我们希望能通过努力，探索农民合作的有效

模式，在中国推行更多的真正的农民合作组织。

北京办公室感受
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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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
 

行政事业单位和村委会

云南省

昭通市

共青团云南省昭通市委

昭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大关县

大关县交通局

翠华镇人民政府

翠华镇雄魁村委会

翠华镇永康村委会

玉碗镇人民政府

玉碗镇老街村委会

玉碗镇火地村委会

玉碗镇出水村委会

玉碗镇石灰村委会

鲁甸县

鲁甸县交通局

火德红镇人民政府

火德红镇银厂村委会

火德红镇鹊落村委会

火德红镇李家山村委会

水富县

水富县交通局

两碗镇人民政府

两碗镇成凤村委会

两碗镇新摊村委会

两碗镇两碗村委会

太平镇人民政府

太平镇古楼村委会

太平镇复兴村委会

太平镇盐井村委会

太平镇太平村委会

太平镇二溪村委会

盐津县

盐津县交通局

豆沙镇人民政府

豆沙镇万古村委会

豆沙镇石门村委会

彝良县

彝良县交通局

柳溪乡人民政府

柳溪乡白虾村委会

柳溪乡茶坊村委会

柳溪乡水果村委会

龙安乡人民政府

龙安乡白岩村委会

龙安乡三乐村委会

永善县

永善县交通局

团结乡人民政府

团结乡新田村委会

团结乡向阳村委会

团结乡大毛村委会

团结乡双河村委会

团结乡联合村委会

团结乡苏田村委会

墨翰乡人民政府

墨翰乡大寨村委会

墨翰乡响水村委会

墨翰乡箐林村委会

墨翰乡花园村委会

墨翰乡富民村委会

昭阳区

昭阳区交通局

大寨子乡人民政府

大寨子乡新林村委会

镇雄县

镇雄县交通局

芒部镇人民政府

芒部镇口袋沟村委会

甘肃省

安定区

安定区科技局

安定区林业局

白碌乡前进村委会

白碌乡中山村委会

白碌乡录丰村委会

符家川镇高阳村委会

符家川镇金星村委会

符家川镇兰星村委会

符家川镇罗家岔村委会

符家川镇秦家岔村委会

符家川镇杨湾村委会

高峰乡贡马村委会

高峰乡红堡村委会

高峰乡红光村委会

高峰乡麻地湾村委会

高峰乡马营村委会

高峰乡明星村委会

高峰乡牌坊村委会

高峰乡坪湾村委会

葛家岔镇康乐村委会

内官镇内官村委会

内官镇瓦窑湾村委会

宁远镇高河村委会

宁远镇贾堡村委会

宁远镇李曲村委会

宁远镇前川村委会

宁远镇长湾村委会

华亭县

华亭县卫生局

华亭县马峡镇人民政府

华亭县马峡中心卫生院

马峡镇刘店村委会

马峡镇罗马寺村委会

崆峒区

大寨乡穆家村委会

大寨乡清水岭村委会

上扬乡王各村委会

上扬乡小岔村委会

上扬乡新庄湾村委会

西阳乡高粱村委会

西阳乡火连湾村委会

西阳乡罗沟村委会

西阳乡清明村委会

西阳乡上马村委会

西阳乡西阳村委会

西阳乡尹山村委会

西阳乡中营村委会

镇原县

中原乡卫生院

中原乡殿王村委会

中原乡高胜村委会

中原乡上杜村委会

中原乡田站村委会

中原乡武亭村委会

中原乡原峰村委会

中原乡中原村委会

青海省

湟中县

湟中县教育局

贵德县

常牧镇豆后漏村委会

常牧镇下兰角村委会

常牧镇斜马浪村委会

尕让乡黄河滩村委会

河东乡阿什贡村委会

河东乡马家西村委会

河西镇本科村委会

河西镇贡拜村委会

河阴镇红柳滩村委会

拉西瓦镇尼那村委会

拉西瓦镇仍果村委会

新街乡上卡村委会

新街乡鱼山村委会

贵南县

茫曲镇加土乎村委会

四川省

布拖县人民医院

布拖县人民政府

绵竹市汉旺镇人民医院

其它机构

NGOCN发展交流网

安徽省阜阳市南塘兴农农资专业合作社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安徽省阜阳市申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北京创绿中心前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歌路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红旗时空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甘肃省现代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州市创绿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贵德县乡村发展协会

贵南县妇女发展协会

河南省兰考县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

湖北省建始县河水坪地区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

吉林省梨树县南泉凤翔农民专业合作社

兰州本土心理联盟心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永胜农牧专业合作社

厦门市湖里区国仁工友服务中心

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

陕西省泽众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陕西省洛川县顺超有机苹果合作社

上海市浦东新区实践管理研究会

深圳市众林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四川省什邡青鸟心理咨询室

四川省南江县秦巴山新农村建设发展联合会

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

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

云南爱咨家－艾滋病咨询服务中心

云南大学

昭通市海星行动

昭通市乐炼职业培训站

昭通市企业家协会

昭通市永善县清秀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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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香港及国际
 

40+协会有限公司

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

CARE YOUNG & OLD AMUSEMENT SERVICE CENTRE

FUN FUN UNION

KAIROS FELLOWSHIP LIMITED

TODAY LITERARY ASSOCIATION

爱联基金会

播道会美孚长者中心

菜园新村绿色生活社

防止虐待儿童会

丰盛社企学会

佛光耆康老人协会

复康资源协会

葛量洪医院

环保促进会

精进基金有限公司

敬老扶弱服务中心

乐施会

力行植林慈善基金会

联合国难民署

两地一心

灵巧艺术协进会

岭南大学

龙耳有限公司

绿色和平

绿田园基金

美中教育机构

苗圃行动

女工关怀

清华大学（香港）教育基金会有限公司

社区导者学会有限公司

狮子山学会

曙光慈善基金会

泰山公德会有限公司

庭恩儿童中心

土房子

万浬国际培训顾问有限公司

微笑行动中国基金

文化葫芦

无止桥慈善基金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

香港奥比斯

香港版画工作室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单亲协会

香港二胡艺术中心

香港复康会

香港公益金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家庭教育学院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宁波同乡会有限公司

香港青少年培育陈南昌纪念学校

香港失明人协进会

香港沃土发展社

香港小交响乐团

香港医学博物馆学会

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会

新会商会陈白沙纪念中心

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

新生精神康复会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

医护行者

医院管理局－伊利沙伯医院

灾后心理辅导协会

职工盟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智行基金会

中国星火基金会

中原（广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自然协会 



香港办公室

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8号新世界大厦1座22楼

电话：852－3669 2200

北京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58号北京汇710室

电话：010－8484 0930

昭通办公室

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迎丰路145号东胜煤矿家属区1幢1单元5楼1号

电话：0870－2121 960

兰州办公室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火星街曦华源小区11号楼1105室

电话：0931－2911 942


